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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3_80_8A_

E5_85_B3_E4_BA_8E_E4_c36_326707.htm 印发关于促进平板玻

璃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经委

）、国土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建设厅（建委）、人行分

行、质监局、环保局：当前我国平板玻璃工业发展总体是健

康的，但也存在产能潜在过剩、结构不合理等亟待解决的矛

盾和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

》（国发[2005]40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

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发[2006]11号）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

《关于促进平板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现印发你们。平板玻璃工业结构调整是一项政

策性和技术性强、牵涉面广、难度较大的工作，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意见》精神，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和本部门工作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协调配合，扎实工作

，抓出成效。附件：关于促进平板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

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 设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质

检总局国家环保总局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附件：关于促进平

板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平板玻璃属重要的基础原材

料，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运输、装饰装修、电子信息及其

它新兴工业。为促进我国平板玻璃工业在“十一五”期间加

快结构调整，现提出如下意见：一、充分认识玻璃工业加快

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十五”期间，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进程加快，房地产、汽车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极大地



拉动了平板玻璃的需求，促进了玻璃工业的发展。2005年平

板玻璃产量达到3.87亿重量箱，已连续17年居世界第一。其中

浮法玻璃占平板玻璃比例85%，平均单线规模由2001年日熔化

量390吨提高到目前460吨，品种从普通厚度扩展到超薄、超

厚以及在线镀膜、自洁、超白等新品种。平板玻璃结构逐步

优化，地区布局更趋合理，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随着一系

列建筑安全玻璃和建筑节能法规、政策、标准的出台和严格

执行，安全玻璃和中空玻璃等深加工玻璃快速发展，中空玻

璃增长了7倍，Low-E玻璃增长了近4倍，加工玻璃率从2001年

的15%提高到2005年的25%。当前平板玻璃工业在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产能增长不平衡，近期

增长过快，周期性波动大。2004－2005年新建成投产浮法生

产线共47条，新增能力1.4亿重量箱。2006年新建成投产和在

建生产线仍有20余条，能力近7000万重量箱，为近期市场带

来新的压力。随着新增产能的释放和竞争的加剧，以及重油

、纯碱、电力、运输等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增强，企业盈

利空间受到挤压，平板玻璃行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进入新一周期的下降期，今年前9个月全行业一

直处于净亏损状态。二是整体技术、装备及管理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浮法玻璃单线平均规模比国外低200吨，能耗比国外

先进水平高32%，落后生产工艺产能仍有5000余万重量箱。三

是产品结构不合理，深加工率低。目前，普通浮法玻璃供大

于求，但一些高档用途和特殊品种的玻璃还需进口。玻璃深

加工率仅为25%，低于世界平均55%、发达国家65～85%的水

平.玻璃加工增值率仅为2.5倍，发达国家为5倍。四是企业数

量多，产业集中度低。我国玻璃企业相当分散，浮法玻璃企



业就有52家，平均规模只有683万重量箱。而国外前四位大的

玻璃跨国公司就集中了世界41%的平板玻璃和超过50%的深加

工玻璃产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玻璃企业在规模和综合

竞争力上存在较大差距。五是节能玻璃的使用率过低。中空

玻璃、Low-E（低辐射）中空玻璃等节能玻璃在建筑中的使用

率不足10%，远远低于欧洲、美国超过50%的使用率。六是平

板玻璃质量标准执法不严，市场竞争秩序混乱。少数企业采

取不正当竞争手段，偷工减料，生产“非标产品”替代标准

产品，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加上“小玻璃”和“低档浮

法”的价格冲击，一些玻璃生产企业人为地压低产品价格，

以致低于“行业平均成本”销售，导致玻璃市场价格混乱，

竞争无序。要解决当前玻璃行业存在的问题，必须因势利导

，加快推进玻璃工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彻落

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玻璃行业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

发展。二、进一步明确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十一五”期间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加快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

开发新品种，大力发展节能型功能型玻璃产品，全面提升玻

璃工业技术与装备水平。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力争实现“十

一五”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目标：平板玻璃总产能控制在5.5亿

重量箱，其中浮法玻璃比重达到90%以上；优质浮法与特殊

品种比例达到40%；玻璃深加工率达40%以上；品种质量基本

满足高档建筑和交通运输业及信息产业的需求；综合能耗下

降20%；玻璃熔窑排放的烟气达到国家《工业窑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中二级标准的要求，待《平板玻璃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实施后，做到平板玻璃工业各项污染物按新标准



达标排放；前10位玻璃企业集中度提高到70%（单个企业规模

达3000万重量箱/年以上）；自主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有较大

提高；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三、

认真落实玻璃工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一）实行分类指导

，严格新上项目。国家对玻璃工业发展坚持总量控制、制定

和发布《平板玻璃工业市场准入条件》。支持技术水平高、

市场前景好、有效益、对产业升级有重大作用的大型企业通

过技改项目、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对新建项目要严格控制

，新上浮法线项目要经省级投资管理部门核准并由国家发展

改革委组织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等有关方面认定为

符合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之后才能实施。对不符合条件

的新建工艺生产线，各地方投资管理部门不得予以核准或备

案，各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土地管

理、城市规划和建设、环境保护、质检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

手续。凡违反规定进行建设的，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对违反规定擅自建成投产的项目，要勒令停产或依法拆

除。充分利用和消化一些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进一步优化

产业结构；促进合理布局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对产能集中

的东部沿海地区，应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十一五”期间原

则上不建新线，重点在质量、品种、技术开发、企业重组等

方面要有所突破；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

合理发展，形成各具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格局。当前

，各省级投资主管部门须对2006年新开工建设和拟建项目进

行一次清理，并将清理结果按项目分别将有关资料报送国家

发展改革委。（二）完善技术法规和标准，加大实施和监督

检查力度。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技术标准，使加工玻璃



系列化、标准化，并纳入建筑标准体系和技术标准之中。进

一步完善有关平板玻璃质量、安全、环保、检测等方面的技

术规范并严格实施，以浮法技术为基础编制统一的《平板玻

璃标准》，废止《浮法玻璃》标准和《普通平板玻璃》标准

，提高玻璃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水平。严格执行平板玻璃工厂

的工程建设标准，尽快制定实施《平板玻璃工厂设计规范》

以及节能设计、环保设计等方面的技术规范，从根本上促进

产业技术进步。加快完善平板玻璃应用技术标准，满足建筑

节能要求，促进中空玻璃（包括Low-E玻璃）的广泛应用。提

高玻璃门窗能效指标；建立“中空玻璃、Low-E玻璃”等节能

产品认证制度；完善市场准入的技术、质量、环保、安全、

能耗等标准；制订《平板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已

出台《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环境保护、建筑

节能等相关技术政策法规和标准要加大实施和监督检查力度

，落实相关奖惩措施。（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完

善提高“洛阳浮法技术”。“洛阳浮法技术”是我国自行研

制开发，并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三大浮法技术之一

。在“十一五”期间围绕提高浮法玻璃质量、节能、环保、

增加新品种等开展工艺技术与成套设备研究开发，不断开发

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节能型、功能型新产品。力争在“浮

法玻璃在线表面改性”、“富氧燃烧技术”、“低温余热发

电技术”等方面取得成效，浮法生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

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四）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深加工，

服务“节能建筑”。企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品种和质量上，

改变片面追求规模、数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质量效益增



长带动行业发展。重点发展优质浮法和特殊品种，多生产个

性化、难度大、附加值高的品种。根据国际成功经验，我国

浮法玻璃企业发展应从单一浮法的“专业化”战略，转向“

价值链向下游延伸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不断提高自用深加

工玻璃的比例，促进节能型玻璃产品中空玻璃、Low-E玻璃，

太阳能产业用玻璃等的推广应用，满足“节能建筑”的要求

。按照国家“‘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北

方严寒和寒冷地区及四大直辖市，应实现节能65%的要求。

为此，这些地区应努力推广使用节能效果好的Low-E中空玻璃

。（五）促进大集团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应

抓住当前国内平板玻璃产能过剩压力增大、市场竞争加剧的

机遇，通过并购重组加速低成本扩张，有关部门将制定具体

政策,促进大集团形成和发展，不断提高行业集中度，优化资

源配置。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全行业形成10余家大型企业

集团，增强其在区域市场的调控能力。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

个资源，采取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的策略“走出去”，参

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鼓励出口附加值高

的深加工产品，支持到国外开展工程总承包和直接投资办厂

，由产品输出向资本、装备、技术、管理、服务等配套输出

的国际化经营方向发展。（六）严格质量和环保执法，加大

淘汰落后工作力度。加强质量、环保执法监管，对质量及环

保要加强抽查，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目

前，全国少数地区仍然存在规模小、能耗高、质量差、对环

境污染严重的、落后的“平拉工艺”，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坚决予以淘汰。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

，有关部门应依法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并采取措施妥善



处理好关闭企业的遗留问题。（七）发挥协会组织作用，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要主动做好行业自律相关工作，

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杜绝、抵制、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和低价倾销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要加强玻璃行业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及时发布市场

供求信息，引导企业投资决策。当好政府参谋助手，协助政

府作好行业规划、标准的制修订、项目可行性的前期论证及

跟踪，以及政策法规的监督实施等项工作，促进玻璃工业加

快结构调整、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